
■乡亲们的身边事⑦R

家门口就业，农民干
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

冬闲人不闲。一大早，四川省通江县杨柏

镇太平场村蓝莓产业园里，脱贫户刘远寿拿着

锄头开始忙活，“摘完蓝莓，地力得跟上，这段

时间要抓紧补肥。”

“家门口有钱挣，天天都是好日子！”56 岁

的刘远寿很要强，年轻时打过零工、搞过建筑，

这两年回家照看孙子，他总想就近找份活干。

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牵线搭桥，刘远寿和

老伴在蓝莓产业园干起了长期工。“顾家增收

两不误，一年收入 3 万多元。”提起这份工作，

刘远寿脸上露出了笑容。

产业园开发了蓝莓果干、果汁等深加工产

品，产业链延伸，就业岗位更多了。在产业园

长期务工的乡亲就有 100 多人，季节性务工的

达 240 多人。

从园区下班后，刘远寿把手中的锄头换成

扫把，清扫起村庄道路。“干保洁员，又多了份

收入，还锻炼了身体，看着村里越来越美，心情

也舒畅。”刘远寿说。

保洁员、护路员、巡河员、护林员……通江

县整合各类公益性岗位，安置了 5540 个脱贫

劳动力。“公益性岗位托起了脱贫群众稳稳的

幸福。”通江县就业局局长张勇说。

促就业政策给力，家门口“饭碗”越来越

多。“哒哒哒……”河北魏县前大磨乡怡怡爱心

箱包微工厂里，电动缝纫机的声音不绝于耳。

“家门口就能务工，一天能挣 100 多元，这日子

美得很！”刘屯村村民闫运英边干活边说。

厂房统一设计，提供项目推荐、技能培训

等服务，魏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

更多乡亲就地就业。其中，近百家箱包加工微

工厂吸纳就业 4000 余人。“购置缝纫机有补

贴，租赁厂房有补助，政策真是实打实！”微工

厂负责人韩海超说，箱包厂有 40 多名工人，每

月生产箱包 1 万多件。

干活有劲头，生活有奔头。“乡村振兴战略

全面推进，为乡村增加就业机会、农民增加收

入提供了重大机遇。”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

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说，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

不断改善，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县域经济稳步

增长，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向中西部地区

转移，带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朱启臻建

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延伸农产品加工

产业链，推动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发

展壮大，同时，做好技能培训，让产业振兴为农

民提供更多“饭碗”。

一技在手，工作不愁，

“饭碗”含金量更高了

“ 放 线 测 量 垂 直 度 ”“ 观 察 线 位 是 否 超

标”……中建二局甘肃兰州万达城项目施工现

场，一道道精密工序在高空开展，机械管理员

毛国强正在对施工升降机进行检测。“手艺过

硬，就能端稳饭碗。”作为中建集团高技能人才

培训班的首批学员，来自甘肃康乐县的毛国强

靠着勤奋刻苦，不到一年时间，成长为项目管

理人才。

“学到喜欢的技术，干着喜欢的工作，搁以

前想都不敢想。”毛国强告诉记者，“之前跟着

老乡在电子厂、汽修厂干活，可没个手艺干不

长，也挣得不多。”

听说中建集团在康乐县开办高技能人才

培训班，免费培训技术工人，毛国强第一时间

报了名。“培训老师说，现在优秀技工短缺，收

入不错，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技术。”毛国强没

少下功夫，课堂上积极向老师请教，放学后查

阅各种资料。

毛国强上班从早忙到晚，晚饭后又捧起书本

学到深夜，终于拿到了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还

通过了成人本科自学考试。有证在手，他的月收

入“水涨船高”，超过了 8000元。

毛国强坦言，现在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

穷，企业通过工地夜校、劳动竞赛等方式，帮助

农民工提高技能，“考取职业资格证书能拿奖

励、获晋升，我下一个目标是拿下一级建造师

证书。”最近，毛国强吃完晚饭就往职工书屋

跑，正集中精力备考。

“城市是农民工就业重要蓄水池，市场需求

在变化，产业在升级，城里就业机会不少，但也

对农民工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朱启臻说，

一方面，知识型、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吃香；另一

方面，新需求催生新工种，育儿、护老、家政、快递

骑手等成为不少农民工就业的新选择。

帮宝宝洗完澡，哄睡后，又钻进厨房准备

起月子餐，山东省汶上县郭仓镇黄庄村村民王

秀霞在城里当月嫂，一个月能挣 6000 元。“我

在县里参加了月嫂培训班，一节课都没落下。”

王秀霞顺利拿到了职业资格证书，在家政公司

上起了班。“活好、心善，有秀霞姐在，我安心多

了。”“宝妈”王丹说。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村外出

务工总量和收入水平实现双增长，外出劳动力

总量达到 1.83 亿人、同比增长 2%，月均收入达

到 4454 元、同比增长 10.4%。“下一步要通过深

化区域间劳务协作、培育劳务品牌、实施农民

工素质提升工程等办法，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

力外出就业规模。”朱启臻说。

创业带就业，就业促增

收，乡村澎湃新动能

“朋 友 们 ，又 见 面 了 ！ 芭 蕉 芋 、皂 角 米

上 新 啦 ，快 下 单 吧 …… ”打 开 补 光 灯 、铺 好

背 景 板 ，云 南 省 腾 冲 市 荷 花 镇 甘 蔗 寨 社 区

返 乡 青 年 蔺 如 喜 ，对 着 手 机 屏 幕 又 开 始 了

直 播 带 货 。 一 场 直 播 下 来 ，销 售 了 1000
多 单 。

甘蔗寨农特产品丰富，但地处偏远，销路

一直打不开。“以前在外经商，一次回家探亲，

看到网络信号好起来，快递车开进了村里，我

就动了返乡创业的心思。”蔺如喜说。

说干就干。在政策的支持下，蔺如喜和

几个年轻人牵头成立了立茵堂种植专业合作

社 ，种 起 了 芭 蕉 芋 和 草 莓 ，线 上 线 下 一 体 化

经营。

“‘美 丽 乡 村 ’四 个 字 自 带 流 量 ，电 商 产

业 大 有 可 为 。”蔺 如 喜 说 ，合 作 社 专 门 设 立

电 商 部 ，刚 开 始 只 有 几 十 个 客 户 观 看 ，现 在

每 场 直 播 上 万 人 次 驻 留 ，合 作 社 每 天 发 出

1000 多 单 快 递 包 裹 ，甘 蔗 寨 的 山 里 货 越 来

越俏了。

蔺如喜探索“网店+合作社+基地+农户”

模式，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着农民赚，

打造电商产业链。截至今年 9 月底，合作社销

售农产品 730 万元，其中电商销售额 718 万元，

共给社员发放工资 90 余万元。合作社与村民

建立长期稳定的农产品购销关系，乡亲们只管

安心种养，不用再担心销路问题。“家门口领工

资，自家的农产品不愁卖，日子越过越红火。”

合作社社员段贵萍说。

甘蔗寨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立武说，下一

步，将支持合作社做大做强，利用电商打开销

路，带动更多村民扩大皂角米等特产种植面

积，增加收入。

创新创业热，农民增收多。数据显示，去

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 1010
万人，带动 1900 多万返乡留乡人员实现就地

就近就业。平均每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吸纳

6.3 人稳定就业、17.3 人灵活就业，并通过采用

契约式、分红式、股份式等联结方式，把更多产

业增值收益留给农民。

“农 村 创 新 创 业 渐 成 热 潮 ，下 一 步 要 从

贷 款 、用 地 、用 工 等 方 面 加 大 扶 持 力 度 ，强

化 创 业 指 导 ，创 业 带 就 业 ，就 业 促 增 收 ，为

乡 村 振 兴 注 入 更 强 劲 的 新 动 能 。”朱 启

臻 说 。

今年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15.3%

“饭碗”端得牢 农民鼓腰包
本报记者 常 钦

核心阅读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城
乡融合发展，乡亲们的就业
门路越来越广，今年前三季
度，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同比名义增长 15.3%。富
民产业持续壮大，创新创业
热潮涌动，家门口的“饭碗”
越来越多，乡亲们腰包越来
越鼓；就业增收，越来越多的
农民工靠知识、靠技术勤劳
致富，人生出彩的追梦故事
不断上演。

近年来，北京市丰台区搭建农作物品种

展示评价平台，让种子“同台竞技”。种子企

业和广大农民可现场“看禾选种”，提升了选

种精准度。

图为丰台区世界种子大会品种展示基

地，工作人员在精心管护各类蔬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看禾选种

助农增收

入户了解社情民意，为孤寡老人“解解闷”“跑

跑腿”，发现问题现场协调……作为江苏省徐州市

铜山区汉王镇紫山村社会治理服务站的专职网格

员，高翠每天都要到村里巡查，网格内 293 户 934
人的情况她都“门儿清”。“服务站帮乡亲们办实

事，我们都把高翠当成了自家人。”村民陈振杰说。

如今，汉王镇 35 个综合网格全部建立社会治

理 服 务 站 ，形 成 一 张 到 户 到 人 的 乡 村 治 理“ 大

网”。为打通“最后一米”，社会治理服务站面向社

会招聘专职网格员，每 10 户左右建立一个微网

格，遴选一户网格核心户，与网格员协同工作。“沉

得下去，才能摸到实情。”汉王镇党委书记姚忠说。

在汉王镇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综合指挥中

心，既能随时查看网格员轨迹，又能第一时间接到

他们上报的信息。“接到信息后，我们立即分析研

判，以交办单的形式派到相关部门，并紧跟处理过

程和结果。”综合指挥中心主任王珩说。

因 地 制 宜 设 立 重 点 单 元 ，是 铜 山 区 网 格 化

管 理 的 一 个 创 新 做 法 。 棠 张 镇 跃 进 村 80% 以

上的农户种植设施蔬菜，镇里在种植基地专门

设 立 社 会 治 理 服 务 站 ，成 立 由 7 名 种 植 户 组 成

的“ 棚 头 会 ”，解 决 菜 农 生 产 经 营 中 遇 到 的 难

题 。“ 今 年 雨 季 前 ，我 们 集 中 菜 农 意 见 ，开 会 研

究园区防涝排涝，做出了详细的沟渠疏通工程

计 划 ，及 时 上 报 ，村 里 安 排 挖 掘 机 把 沟 渠 全 部

疏通了一遍。尽管今年雨水偏多，大家伙没受

损失。”“棚头会”成员陈孝坤说。

“ 年 底 前 全 区 将 建 成 网 格 社 会 治 理 服 务 站

600 个，覆盖 60%以上的网格。”铜山区委政法委书

记仇建伍说，今年以来，社会治理服务站共排查问

题隐患 3 万余件次，提供便民服务 5 万余人次，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提升。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

村里有了社会治理服务站
本报记者 王伟健

“这 5 亩新改造的油茶林，就是今年

我申请的‘以奖代补’项目，请你们帮我核

验一下。”近日，在广西百色田林县利周瑶

族乡亮福村村民黄可贤的油茶林里，乡里

产业“以奖代补”核验组工作人员正在验

收。核验达标后，黄可贤喜滋滋地说，“改

造低产林，能领到 3000 元奖补资金，油茶

来年丰收，家里又能多一笔进项！”

今 年 是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 兴 有 效 衔 接 的 关 键 之 年 ，“ 以 奖

代补”政策成了田林县发展特色产业的

重要抓手。县里以奖补资金为杠杆，推

广“ 保 底 收 益 ”“ 合 作 社 按 股 分 红 ”等 方

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脱贫户建

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支持脱贫

群 众 发 展 产 业 ，巩 固 脱 贫 成 果 ，促 进 优

质 油 茶 、百 香 果 、芒 果 等 主 导 产 业 提 档

升级。

浪平镇甲朗村石漠化严重，产业基础

差，去年刚脱贫的姚源团靠种几亩玉米、

核桃以及打零工养家，收入不稳定。“有了

奖补资金，又有技术帮扶，今年我引进了

成活率更高的耐寒小猪养殖，致富的信心

更足了。接下来撸起袖子好好干，好日子

还在后头呢！”姚源团说。

“特色产业‘以奖代补’，有利于充分

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助力乡村产业振

兴。”田林县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指挥部产

业组负责人罗绍辉介绍，截至目前，全县

已累计发放奖补资金 2900 多万元，惠及

脱贫户 1 万多户，下一步将继续完善政

策，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广西百色市田林县

奖补资金助力农民增收
庞革平 陆建勇 李兴隆

“我们的生态农产品，‘喝’的是丹江水，用的是有机

肥，贴的是有机认证品牌，大家可以放心买！”在一次次的

直播带货中，淅川的香菇、蜂蜜、羊肚菌等农产品销售

火爆。

这些农产品拥有一个响亮的区域公用品牌——“淅

有山川”。淅川县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区和渠

首所在地，好山好水出好产品。“品牌响，才能卖得俏。”淅

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徐紫光介绍，县里创立“淅有山川”区

域公用品牌，基本涵盖全县各种特色农产品。为保证品

牌质量，县里对使用区域公用品牌的企业资质严格审查，

统一品质、统一包装、统一商标、统一规格进行销售。

“我们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扩大品牌销量。”淅川县电

商协会会长张鹏介绍，“淅有山川”区域公用品牌特产成

功入驻 24 个线上销售平台，还与北京新发地、郑州万邦

等国内大型批发市场进行长期销售合作。

擦亮品牌，让更多优质淅川特色农产品走向全国，鼓

起农民腰包。“‘淅有山川’品牌越来越响，我们的蜂蜜供

不应求，为了更好满足市场，我们 26 户农户成立了合作

社，收入越来越稳了。”大石桥乡郭家渠村脱贫户陈治

国说。

河南省淅川县打造区域公用品牌

叫响好山好水好产品
明 洋

■话说新农村R

农业废弃物是
放错了地方的资源，
需要加快补上渠道、
技术等短板，充分调
动各环节主体积极
性，促进资源化利用

湖南祁阳市羊角塘镇四

院 村 家 乐 农 机 专 业 合 作 社

里，刚收完庄稼的农民们又

忙碌起来。“俗话说，斤粮斤

草 ，如 今 秸 秆 也 成 了 香 饽

饽！”合作社负责人邓根智每

天安排 2 名机手和 20 多个村

民收储秸秆。原来，今年市

里建的秸秆收储示范中心落

户这里，收储的秸秆一部分

当作饲料卖给养殖户，其余

供给有机肥生产厂和电厂，

每 吨 收 购 价 可 达 600—

800 元。

不只是四院村，越来越

多的农村探索秸秆、粪污就

地消纳和综合利用，农业废

弃物实现了变废为宝。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大有可为。数据显示，我国

每年产生各类秸秆近 9 亿吨、

畜禽粪污约 38 亿吨，消耗数

百万吨农膜等生产资料。农

业废弃物肥料化、基料化、原

料化等多种方式再利用，不

仅能促进农业资源环境可持

续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还有助于延长

现代农业产业链条，拓宽农

民增收渠道，具有经济、社会

和生态等多重效益。经过多

年努力，目前全国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到 86.72%，畜禽粪

污综合利用率超过 75%，农

膜回收率达 80%。

绿色发展是现代农业的

主旋律。当前，加快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需要补上

渠道、技术等短板，调动各方

积极性，提高综合利用效率。

畅通利用渠道。农业废

弃物实现资源化利用，需要

专业化回收、统一运输、规范化标准化作业，这些单

靠一家一户的农民难以做到，需要政策扶持引导专

业合作社、企业等服务主体参与。一些地方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建立秸秆收、储、运体系和废旧

地膜回收网点，完善相关配套服务设施，构建稳定的

市场运营管理模式，促进废弃物就地就近利用，这样

的方式值得借鉴。

强化技术支撑。农业废弃物能否顺利实现资源

化，与它的附加值高不高、处理技术是否成熟等因素

密切相关。有的农民反映，田间的地膜老化破碎，回

收难度大；有的地方缺乏适用机械，地膜回收成本

高。针对这些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强农用薄膜全链

条监管，鼓励研发推广回收技术与机械，推广可降解

地膜产品。促进各类农业废弃物物尽其用，一方面

要加大源头管理，另一方面要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推广更多实用和绿色利用模式。

因地制宜促进资源化利用。拿秸秆来说，各地

农村在实践中探索出多元模式，推动秸秆综合利用

水平逐年提高。东北黑土区推广秸秆全量还田，形

成了一种有益的生态循环利用模式。安徽省池州市

贵池区根据区位优势和生产基础，重点推广秸秆能

源化利用、基料化种菇和饲料化养畜，促进物尽其

用。在山东郯城县，一家家草编合作社将晾干处理

后的稻草、玉米茎秆编织成各类工艺品，每年外销

100 多万件（套），带动上万农户增收。

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前景广阔。期待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田畴更绿，乡亲们的日子一天比

一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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